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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���春种 夏收和 夏播秋收块 茎作种
，
比春种秋收块 茎作种 的 �

，
代植林叶 函 积指

数高
、

哀老晚
、

尤 合效率高
，

田 间病林率减 少 ���
，
�病毒带毒株率减 少 ���和

��
�

��
，

块 茎增产 �
·

�� 和 ��
�

��
。

夏播秋收块 茎作种
，

表现 了更高的优势
。

� 前 言

马铃薯采用幼健小整薯作 种
，
早 收 留

种
，
夏播 留种

，

秋播留种
、

冬播留种等都是

有效的保种措施
，

这已为大量的 实 践 所证

实 “ 一 ‘ ’ 。

本文就春种夏收和夏播秋收薯在�
�

代的生物效�硬进行比较分析
，
为这一有效的

保种措施的广泛应用提供论理依据
。

试验处理
�

上年收获的 �种块茎
。
�为

春夏收块茎—�月�� 日种
，
了月��日收的块

茎重��一 ��克
� �为夏播秋收块茎— �月

�� 日种 �月竺�日收的块茎重��一为克 � �为

春种秋收块茎— �月��日种
，
�月片日收的

块茎重 ��一�� 克
。

将以上 �种块茎在 播 前

��天在室内散光 �一 ��� 下催芽于 �月��日

播于试验 田
。

小区面积�
�

��亩
，

对比排列
，

重复 �次
，

施种肥磷二胺 �� 公斤�亩
，

生育

期灌水 �次
。

� 试验方法
� 结果与分析

试验在内蒙呼市内蒙农牧学院教学农场

进行
，

土壤肥力属中上肥力
，

土壤 有 机 质 �
�

� 不种种收期块茎的 ��

代块茎的产里和

�
�

�� �
。

常年亩产块茎在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公斤
。

品质

衣 � 不 同种收期种薯对�
�

产 量和品质的影响

一
�
��一

�

一一一
�
一
一

，一

一
��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曰����，����‘ �

处 理

�汇
�

量
�公斤�亩 �

比 对照
�士��

大
一

�
二

�� 。克块茎
���

��一 ���克块 茎
���

淀粉含量
��干重�

��
。

����
八灼通

﹃︸沪行
春种夏收

春平�
，
秋 收 �只

、

」照 �

贾 种秋收

���� �
�

�

��
，

�

��

��

��



‘
乙铃竹杂 志

，
第 马 卷

�

第 � 明
， �。们

衣 � 不 同种收期块 茎作种 田 间病林率���

���
春种夏收

春种秋收
����

夏 播 秋收

�八��
八︸�孟

病 株 率�

比�� 士 �

带丫病 毒株率�

比�� 士 �

一 ��
�

�

��

��

��

��

�

��

病株率指 田 问 肉眼 可辨的病株�

��李�病毒株率 指肉眼 不 可辨的健

康株采样用酶联 免疫 吸 附 法检测

出的 带�病毒株�

春种夏收和夏种秋收块茎作种比春种秋

收块茎作种增产 �
�

�� 和��
�

��
，

且大薯率

增多
，

但淀粉含量没有明显的差异�表 ��
。

�
�

� 不同种收期块茎作种的抗病效应

表 �结果表明
，
夏种秋收和春种夏收块

茎 田间病株率比对照减少���
，

对 田间外表

尚无病症的植株进行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结

果
，

夏播秋收块茎和春种夏收块 茎 作 种 植

株
，
�病毒带毒株率比对照分别减少��

�

��

和���
。

显然病毒株率极显著地减少
，

是使后

代退化减轻的重要基础
。

面积增长渐趋缓慢
，

而春种夏收和夏种秋收

块茎作种的则迅速增长
，

至 �月�� 日已超过

春种秋收的��
�

��和���
。

此后的叶面积均

高于春种秋收作种
。

至�月�日
，

春种秋收薯

已近生理成熟
，

叶面积系数只有 �
�

��
，

而春

种夏收和夏种秋收还在 �
·

��和�
�

�
，

这就充

分表现出春种夏收和夏种秋收块茎作种不仅

叶面积系数高且衰老晚
，

而且显示了更高的

增产活力
。

���

�

�
�

� 不同种收期块茎作种植株生育特点

�
�

�
�

� 不同种收期种薯出苗状况

表 �结果表明
，
春种夏收和夏种秋收块

茎作种出苗比对照晚 �天和 �天
，

但对出苗

率没有影响
，

均达����
。

表 � 不 同种收期块 茎作种 出苗情况

播 于�
，
期 广

月
·

日

�直�期 播种 出苗 天 数
�天 �

出 苗 率
���

一一二一一
一

一

�
一一�一 � � �

春 种夏 收 �
·
��

春种秋收 �
·

��

·
��

·
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 �
，

�� 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 月
·

门

�
�

�
�

� 不同种收期块茎作种�
�

代叶面积消

长动态

图 � 叶 面 积消长动态
注

� �一春种秋收种薯
，

�一春种夏收种薯
�

�一夏种秋 收种 薯

由图 �所示
，
在 �月�� 日前

，
以春种秋

收的叶面积最高
，

比其它 �种处理高 �
�

�一

�
�

�倍
，
但从 �月 �日以后

，

春种秋收的叶

�
�

�
�

� 不同种收期种薯�
，
代块茎生长特点

从表 �可以看出春种秋收薯在生育早期

块茎增重最快
，

且增量最高
，
比夏播秋收薯和

春播夏收薯分别快 �
�

�倍和 �
�

�倍
，
但中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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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同种收期种薯块 茎生 长 伏况

「� 期

�日�月�

表 �

春 种 夏 收

块茎干重
�克�株�

春 种 秋

块茎干 重
�克�株�

种 秋 收

日 增 量
�克�日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

比�� 士�

��

��

��
。

��

��
。

���
�

��
�

��

���
�

��

��

��

��
。

��

���
�

��

���
�

���

� �
。

�

夏播秋收薯比其它两种处理以更快的速度增

长
，
由原最低位跃居到首位

，

春种夏收薯为

次
，

春种秋收薯自此之后一直处 于 最 低 位

置
。

夏播秋收薯最后块茎干重和平均 日增重

均显著高于春种夏收薯和春种 秋 收 薯
。

夏

播秋收薯作种虽然产量形成较晚
，

但最终产

量最高
，

春播夏收薯为次
，

春种秋收薯作种

产量形成早
，

但潜力不足最终产量最低
。

麦
、

玉米等作物的套种所进行的夏播
，

这既

可以增加复种指数
，

又可生产出优质健壮的

小整薯
，
这是一项

一

切实可行的保种措施
。

�
�

春种早收或夏播秋收
，

种薯生理 年

龄较小
，

表现出苗晚
、

中后期长势旺
、

产量

形成较晚
、

生育期长的特点
，

为获更高 产

量
，

采用种薯催芽或覆地膜
、

喷矮壮素等促

早熟结薯
、

多结薯措施会更有意义
。

� 小结与讨论

�、 �

春种夏收和夏种秋收薯作种
，

在块

茎生长期间由于经受高湿的时间短
，
生理年

龄较小
，
而且由于躲过了蚜虫迁飞高峰期

，

使感毒机会减少
，
因此其�

，
代病毒病害显著

减轻
，

所以作为生产
，
春种早收和夏播留种

是提高种薯质量
、

减轻马铃薯病烂退化的有

效措施
。

�
�

夏种秋收薯作种生产性能比春 种 夏

收更好
，
因此无论是夏收后的复 种 或 与 小

感 谢内萦古大学 张 鹤 龄教授 等什带 �病毒的 测 定 所给

子的帮助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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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薯 � 号 简 介

该品种系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用国际

马铃薯中心引入的 �
�

�
一
�作母本

，
���

一

��

作父本
，
����年杂交

， ����年从实生苗群体

中选出优良单株 ��
一

�
一
��一 �

。

经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年 �月北京区试
，

平均比对照东农 ��� 增产

��
�

�� 以上
。

一般在北京春季亩产 ���� 公

斤以上 ， 秋季 ����公斤左右
。
����年由北

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为推广

品种并定名为
“
中薯 �号

” 。

一

该品种植株为扩散型
，

株高 �����
��

，

主茎粗壮
，
有褐色条斑

，

天然结实多
，
花为

淡紫色
，

子房断面无色素
，
花药黄色

，
花粉

多
，
孕性高

。

可作杂交亲本
。

单株结薯���

块
，
块茎圆形

，
大而整齐

，

皮光滑
，

芽眼深

浅中等
，
浅黄皮肉

，
结薯集中

。

该品种早熟
，
出苗后��天就可收获

，
一

般在北京生育期从播种到收获��天左右
。

大

中薯率在���以上
。

适合于二季作早上市
，

特别在夏季因休眠期短
，

在北京地区不用药

剂催芽即可秋种
。

该品种食味好
、

淀粉含量

���
，
还原糖低于 �

�

���
，
适 合 炸 片

、

炸

条
。

每 ��� 克鲜薯含维生素 �高达��毫克
、

氨基酸平均�
�

��毫克
。

高产稳产
，
田间未发

现重花叶病和卷叶病
。

接种鉴定较抗 ���
、

��丫
。

春季应早收 ��月底 �月初�留种
，

秋季提前��天沙埋保湿催芽后 即可种植
，
每

亩��，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株为宜
。

中薯 �号结薯早而集中
，

块 茎 大 而 整

齐
，

春季能早上市
，

是适合于大中城市种植

的菜用品种
，

经济效益十分显著
。

如果加以

地膜覆盖等措施在北京可提早到 �月 中上旬

上市
，

在蔬菜生产淡季市民可及时吃上新鲜

土豆
，

亩增产值至少 ��� 元
。

该品种在河北

省保定地区和河南郑州种植生长良好
，

可在

中原二季作地区推广
。

�层冬玉供稿�


